
■长话短说

要让人才流动起来， 合
理评价人才， 必须健全人才
畅通流动和人才评价机制 。
所以， 职称资格互认， 是降
低人才的配置成本的有益举
措。 当然， 让人才的能量充
分发挥出来， 仅靠职称资格
互认还远远不够， 除了释放
政策红利， 相关配套机制的
完善也不容忽视。

■网评锐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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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有感而发

面对招录“陷阱”，考生和家长要擦亮眼睛

□杨玉龙

■每日图评

随着高考落幕 ， 后续考生
查分、 填报志愿和高校录取等工
作相继展开。 以往这个时段， 也
是各类涉高考招生诈骗的高发
期。 “花钱进名校” “内部有指
标” “提前发奖学金” 等各式骗
法经常上演。 （8月4日 新华网）

每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以后，
都会有一批考生没有如愿以偿地
“上线”， 或由于考分不高沦为落
榜生。 此时， 各类高考 “招录骗
局” 便会粉墨登场， 披着不同的
外衣招摇撞骗。 虽然这些骗局大
多荒唐至极 ， 且根本经不起推

敲， 但每年都有人上当受骗。 警
惕各类骗术的干扰， 避开各种骗
局的陷阱， 是保证考生顺利进入
高校深造的关键一环。

不言而喻， 高考志愿填报对
高考录取结果， 起到了关键性作
用 ， 它不仅关系着考生四 年 的
大 学 经 历 ， 更 与 考 生 未 来 人
生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。
招生诈骗之所以能得逞， 信息的
不对称、 操作的不透明， 也是重
要原因。

毋庸讳言 ， 杜绝 “招录陷
阱” 关系考生权益， 关系社会公

平正义。 当务之急， 还是要进一
步筑牢 “打防并重” 的防线， 并
在常态化防范上下功夫。 高考招
生录取系统有严密的全国统一的
认证加密体系和监督机制。 所谓
花钱能上好大学、 好专业， 分数
不够也能上大学的都是骗人的伎
俩。 考生和家长， 要学习、 吃透
和把握好国家一系列招生政策和
规定 ， 保持清醒头脑和淡定心
态。 要擦亮眼睛， 提高警惕， 切
不可 “病急乱投医”， 被那些谎
言所欺骗。

□吴学安

■世象漫说

“业务群、 党员群、 工作群， 市里群、 县里群、
镇里群， 请回复、 请查收、 请上报……过去一打开手
机， 各种工作通知铺天盖地而来， 让人应接不暇”，
提起即时通信工作群的清理， 江西宜春高安市石脑镇
的小熊深有感触地说， 这次清理太及时了， 大大减轻
了基层干部的负担。 （8月5日 《人民日报》）

□王成喜

指尖“负担”
李雪： 点完餐看一下摄像头

就能完成支付， 住酒店刷脸后才
能登记， 上公厕用厕纸也得刷个
脸才能取 。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
展 ， 人脸识别技术得到广泛应
用， “脸” 的应用场景被不断拓
宽 。 人脸识别技术看似 “高大
上”， 但其存在的个人生物信息
被 过 度 采 集 和 滥 用 的 风 险 也
不 容 忽 视 。 人 脸 识 别 在 给 人
们 带 来 便 利 的 同 时 ， 其 伴 随
的 风 险 不 能 小 觑 ， 尤 其 是 在
一 些 不 必要的场景下 ， 让渡自
己的隐私， 来换取一张通行证，
不免令人担忧。

■劳动时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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妻子为了销量不得不降价
卖货， 却因此被丈夫辱骂； 主
播为了给粉丝低价折扣， 自掏
腰包补齐差价……从去年开
始， 这样的场景就出现在快手
的一些网红直播间中， 部分主
播在PK或连麦过程中 ， 通过
恶意砍价、 吵架、 辱骂、 演戏
等方式， 诱导粉丝购买劣质电
商团伙的商品， 严重影响了用
户的购物体验、 观感体验， 损
害消费者利益。 （8月4日 《法
治日报》）

真可谓是 “直播卖货， 全
靠演技”———在主播与商家的
连麦中， 主播强硬要求卖家降
价，经过一番“腥风血雨”的讨
价还价后，卖家豪气妥协；夫妻
或情侣一类的商家中， 一方发
脾气故意要以低价格卖货，另
一方面却辱骂对方； 主播拼命
向商家砍价， 砍不下来后愤而
表示 “自掏腰包补齐差价”，以
便给粉丝创造低价折扣……这
些让人“感动”的卖货细节，原
来很多只是演戏。

在 “演戏卖货” 这类消费
欺诈中， 主播收获了打榜的钱
以及与商家合作的费用， 商家
以不错的价格卖出商品， 有的
还是劣质商品， 而粉丝则成为
被 “套路” 的消费者， 因为信
息不对称， 还以为商家吵架、
主播砍价等跌宕起伏的 “剧情”
是为自己好， 这对消费者非常不
公平， 导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
损。 因此， 电商平台有义务采
取措施进行治理。

治理 “演戏卖货” 不能止
于平台自罚商家， 还需市场监
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。 每个消
费者也应当擦亮眼睛 。 随着
“直播带货” 兴起， 货不对板、
质量堪忧、 售后维权难等投诉
逐渐增多， 早就应该让消费者
长教训。 在 “演戏卖货” 中，
主播与商家花那么大的力气
“飚戏 ”， 肯定是 “无利不起
早”， 当商品的价格砍成所谓
的 “骨折价”， 那么就要小心
了。 一些消费者对于 “演戏卖
货” 并不买账， 质疑 “在哪里
请的演员”“没演好”等，就是明
智的。 别忘记了春晚小品 《卖
拐》中的那些套路。 □李秀荣

警惕人脸识别
滥用风险

建无障碍示范街区
提升关爱盲人温度

“职称资格互认”是惠利人才之举

“互联急救APP”让群众急救有助 “直播带货”
要少点套路多点真诚

吕路非： 据媒体报道， 今年
年底前， 东城区将基本完成王府
井 、 崇外2个重点无障碍商圈 、
雍和宫大街等8条无障碍示范街
区和17个无障碍便民生活圈， 在
东城形成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
无障碍通行流线。 建无障碍示范
街区， 肯定会让盲道畅通无阻，
成为示范盲道。 这不仅是向盲人
贡献一份爱心， 更是对盲人权力
的尊重。

8月3日，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
社会保障局发布 《北京市职称评
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 并于本月起
实施。 《暂行办法》 规定， 实行
京津冀职称资格互认， 津冀两地

的职称证书在本市职称晋升、 岗
位聘用、 人才引进、 培养选拔、
服 务 保 障 等 领 域 与 本 市 证 书
具有同等效力。 （8月4日 《劳
动午报》）

根据 《北京市职称评审管理
暂行办法》 规定， 在京津冀职称
管理权限范围内， 实行京津冀职
称评审结果互认。 经津冀人力资
源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批 准 设 立 的
评 委 会评审或认定 、 由津冀职
称管理部门核发的职称证书， 在
本市职称晋升、 岗位聘用、 人才
引进、 培养选拔、 服务保障等领
域与本市核发的职称证书具有同
等效力。

7月21日， 国务院办公厅发
布 《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

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 》，
其中就明确提到： 2021年6月底
前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信息跨
地区在线核验， 鼓励地区间职称
互认。 可见， 区域间职称资格互
认有着政策支撑。 而且， 也应该
看到， 职称资格互认， 可以打破
各地之间的人才流动壁垒， 促进
人才流动和灵活就业。

以 《北京市职称评审管理暂
行办法》 为例， 京津冀职称资格
互认 ， 一方面 ， 是惠利人才之
举。 简化职称认定程序， 减少人
才重复评价， 可降低人才就业创
业成本。 比如， 对于外省调入 、
系列转换、 职业资格对应范围内
的专业技术人才， 用人单位可按
照岗位要求择优聘任， 这对技术

人员而言， 既可以避免重复认证
的问题， 且节约了成本。

另一方面， 也有助于优化营
商环境，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
展。 诚如前述， 此举可以打破各
地之间的人才流动壁垒。 毕竟，
跨区后需要重新评审， 浪费时间
和成本， 不利于就业和企业的人
才引进。 更何况， 京津冀一体化
能否顺利推进 ， 一个关键是人
才 。 职称资格互认便利的是人
才， 既可以优化营商环境， 更可
以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值得注意的是 ， 上海市政
府、 江苏省政府、 浙江省政府印
发 《关于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
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
干政策措施》， 于今年7月1日起

施行。 其中就提出， 在两省一市
已经按照国家规定评聘专业技术
职务的人员， 在示范区内跨域从
事与原专技职务相同或相近工作
的 ， 无需复核或者换发职称证
书。 这同样值得称道。

总之， 要让人才流动起来，
合理评价人才， 必须健全人才畅
通流动和人才评价机制。 所以 ，
职称资格互认， 是降低人才的配
置成本的有益举措。 当然， 让人
才的能量充分发挥出来， 仅靠职
称资格互认还远远不够， 除了释
放政策红利， 相关配套机制的完
善也不容忽视。 同理， 更为期待
的是， 让职称资格互认走向更大
的发展空间， 从而更好地助力经
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7月30日午后， 忙完一上午
事情 ， 困得眼皮直打架的夏振
辉， 手机 “叮” 的一声———是一
条急救求助信息。 有人触电了，
而且是在约一公里外的另一个小
区。 夏振辉怎么晓得的？ 这是他
去年下载的 “互联急救 ” APP。
这意味着， 在杭州市急救中心接
到急救电话派出救护车后， 附近
的志愿者会同时收到求助信息，
及时赶赴现场， 更大概率让患者
在 “黄金5分钟” 之内获得医疗
救助。 （8月4日 《杭州日报》）

对个体而言， 危险有时就是
如此之迫近， 生命就是如此之脆
弱。 只不过， 因为意识缺乏， 理

念滞后， 很多人并不具备最基本
的急救技能， 目前我国每年急救
知识普及人群约1000多万人， 应
急教育普及率仅为1%。 这就导
致在面临突发状况时， 很多人茫
然不知所措。

数据显示， 在我国， 平均每
分钟就有1人死于心源性猝死 。
个中原因是， 心脏骤停患者90%
发生在院外， 而救护车即使接到
通知立即出车， 也无法在成功抢
救心脏骤停的 “黄金时间” （3
至5分钟） 赶到现场。

而杭州市的这款 “互联急救
APP”， 在市急救中心接到急救
电 话 派 出 救 护 车 后 ， 附 近 的

志愿者会同时收到求助信息 ，
及 时 赶 赴 现 场 ， 更 大 概 率 让
患者在 “黄金 5分钟 ” 之内获
得 医 疗 救 助 。 笔 者 认 为 ， 在
急 救 能 力培训普及率难以尽快

提高的当下， 杭州市的 “互联急
救APP”， 还真不失为一个值得
各地借鉴和推广来更好地保障生
命的好办法。

□祝建波


